


20年前，大學畢業的我先是到巴黎待了一年，隨後就因為分發的關係來到臺東

的關山國中教書，還記得我拖著行李抵達關山車站時已經是晚上了，雖看不清

周遭的景物，但年輕的我卻感覺好像來到一個跟法國一樣遙遠而陌生的國度。

第二天一大早，一個新世界在我眼前展開，這陌生感很快變成對身邊一切事物

的好奇與熱愛。一直居住在都市的我，完全進入到另外一種節奏的時空中，這

種節奏與都市那種速度、規矩、邏輯、目標式的節奏不同，這種節奏是雲是

山，是田野也是樹木。當時的我總感覺整個世界好像在一直輕輕地搖擺著，流

動著，一種從不重複的循環讓我想到莫蘭迪的瓶子畫，只是稍微更動一下位置

與組合，又是一張一點也不遜色的傑作。我迷上了這種節奏，買了一台數位錄

影機，每天拍各式各樣的雲，光線，與山色。很多年後，我才發覺，那節奏一

直記錄在自己身上，形成我感受世界的一種基調。近年來，在思考藝術時，我

常回想到這段臺東的經驗，它成為我思想與感覺上一個重要的參考點。影像從

一開始對我來說就是外在事物的另一個形體，像是山色的倒影與山共同構成的

風景一般。如果幸運的話，透過影像我可以繞到事物的內裡去重新認識它。而

這個參考點也告訴我，眼前的世界之物足以回答所有的問題，我們只需要凝神

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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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在一個咖啡廳與藝術家相談，她提到展名不如就叫大象奏鳴曲吧！於是

我們聊著聊著，也展開了各種有意思的想像。「大象」是什麼呢？是顯現之象？

是四足生物？還是一種數學？那「大象」加上「奏鳴曲」又將會成為什麼？「大

象」與「奏鳴曲」二詞，似乎在各種形式的兩向度間延展想像與張力，實物與虛

像、具體與抽象、畫面與旋律、固定與流動、局部及整體，形成了一個小小

的思想宇宙，映照著事物的運作與關係以及觀察者的認識與意義建構。

「大象奏鳴曲」展出王雅慧自 2015至 2021年間的創作，藉由階段性回看的機會，

呈現這些年來藝術家的創作軌跡及數件為本展而做的新作。展出內容穿梭在繪

畫、雕塑及影像等物質與影像媒材的思考之間，提供集中觀看藝術家及其作品

多種聯繫的機會，也引導我們在更深的層面上思考這些聯繫的交織。作品《返

影入深林》系列在攝影與繪畫之間折疊空間；《林中路》使影像與繪線交會又別

離；《時間之書 #3》將物件的顯影與影像的流動在某時融為一體，又在某刻各自

存在；《海》則在實木層板、一杯水、大海的瞬間定格影像及轉動的方針間呈現

靜態又具時間性的觀看經驗。這些介於影像與物質間的不同接觸與共振，是不同

聲部的應和與共唱。從物件的運動思考時間的遞嬗，從時間的路徑觀看空間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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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從空間的變化思索物我的關係，從物我的關係感受影像與物質的共性。從這

個角度思索王雅慧的創作，無論是裝置、平面攝影、或是雕塑似的影像裝置，

都可以追溯到一種整體觀。或者更為精確的說，不是一個由中心出發的線性因果

關係，也不是一個將事物本質與感官經驗分開進行形而上論辯的過程，而是企圖

多元向度地去固定（成像）一種微妙流動的「關係狀態」。

 

也因此，在創作者內在邏輯的整體性思維之下，此展預期拉出一條線來思考其

創作中物質與影像的複數關係。物質，正如原子與分子結構，帶著排列與建構

的性質，也帶著產生與消逝的節奏；而影像，則帶著觀看角度與流動關係的詮

釋，同時也隱含著現實世界中物質或事件的同一痕跡。在山歌廳中，想像在觀

看角度與流動關係中感受物質的排列與建構，正如同我們面對巨觀世界的觀

看，大至前方經過的大象，小至地上揚起的灰塵與之間應運而生的微風，全景

存在且開放，不斷地循環卻又恰似靜止，如同星辰各自獨立又彼此相依地於空

間各角緩慢明滅。而在海舞廳中，則想像在物質的排列與建構中感受視線與感

知的流動，更像微觀世界中因應著觀看者的位置與主動動作，致使事物的排列

與意義產生殊異的理解與面向，進而於經驗中反顯了象外之象。複數於此展

中，除了事物多重關係的併呈之外，亦還有幾個意含上的假設。其一是升維狀

態，自點至域將時間與空間納入平面；其二是帶著旋／翻轉的動作與意念，一

如認識框架上的翻轉，又如樹木於湖邊的倒影或數學中融合了實物與虛像的複

數平面。

王雅慧的作品是一種既是「實物」又是「影像」的複數，而這個關係可自藝術

家對於繪畫（性）的研究窺見一斑。在繪畫發展的過程中，從擬真再現至屏除

框架更加著重描繪我們所見所感的樣貌，自圖像的製造趨向更為物質性的感知

與精神性的觸。若能說，那是一種想像生理的感知系統作為影像產生系統的基

進嘗試，那麼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說，這之間的差異在於思考「觀看者」的存

在，以及容納現場性的加入。我們感知的動態過程，也是事物的恒定與認識的

流動總和。物本身是否包含著影像性？或是影像中的物質性是什麼？若打個比

方：一杯半滿的水中放進了一支筆，而觀看者在水杯周圍環繞移動，即誕生了

一支曲折的筆。這支曲折的筆被環繞水杯的觀看者每日以一個恰好的角度記錄

了下來，則這個影像就含括了水、筆、光、物質特性的折射與反射、觀看者

的移動和所有存在物存在的空間統合而成了一個現下的關係。他們達到了一個

新的一統性和諧，在於觀看者將彼此的物質性關係與影像關係（光）在其感官

間產生了新的運動。而若我們再進一步的說，當今日我們擴充影像生產的機器

自我的身體延伸至攝錄影機時，多元變動的系統使變因變得更加繁複。而在這

樣的繁複性當中，若能脫離筆、水杯本身的固定定義，而隨著每個當下去深刻

理解其物性及與周邊的關係，即會發現藝術家所追求的某種平衡狀態，及對於

物質的探索與移換，穿梭在繪畫、雕塑及影像等媒材之間。因為那樣的秩序與

平衡致使遙遠或是臨近的所有事物都是相關聯的，也共振了生命經驗中的某種

曾經的印痕。就如同灑著陽光的午後，落下的雨滴（在我的生命中的那個下午

那條街上）化作了鑽石。這是王雅慧作品當中的奧妙之處，有生命感也有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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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與「影像」，或是我們說「物與物與我的關係」與「影像」可以陳述的很複

雜，但卻也可能清晰地如同一個點。端看於我們怎麼去思考「關係」是「之間」

還是「定向」。物本身的物理性存在難以辨証，即便我們發展了觀測系統，緣

自於我們無法辨証關係者視角的客觀性，物的存在同樣也只能被局部定義。也

因此物的性質將隨著其不變本質、觀察者的時間與空間質地不斷以奇妙的秩

序變化，正如同波粒的二元性，也如同藝術家言及的時間是事物的一種質地。

而影像，作為關係的一種見證，也在王雅慧的作品中成為了某時刻「物」的一

種存在與記憶，連結了觀察者的內在空間與外在風景，影像通過感知系統也成

為了被顯現的物。

所以，當我們回到「大象奏鳴曲」，也許大家的心中已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複

數節奏。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曾提過，在某些時刻，他覺得

整個世界都在變成石頭；而在梅杜莎的神話中，柏修斯依憑了萬物中不斷流動

的對象，即風和雲，目光盯緊銅鏡中的形象（間接映象）所示，避過了石化的

必然。他的這段話，我覺得某程度正回應藝術家對於世界本質及關係的思考。

大象，是一種複數關係，是實相也是虛相，是局部也是全貌，是觀看也是存

在；奏鳴曲，是旋律的各部呈現，也是各角度的觀看與感知編曲。那麼，大象

奏鳴曲，則是兩者的併呈，是詩性且輕盈地解開石化，也是超越分類的整體

性，是物性是事物之形與其內在關係，也是王雅慧此展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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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

王雅慧  生於台北，目前工作、生活於台北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王雅慧將當代生活的影像空間視為宇宙

一隅，想像自己如同天文學家一般從中觀察和想像，試圖洞悉事物之間的隱密關

係。她的創作形式含括錄像、裝置、攝影、繪畫，從現實與影像的交會重疊處提

出許多關於虛 /實、內 /外空間、影像本質、觀看經驗等問題。在創作主題上，則

關注在東方的自然哲學中，人與世界的關係與思維方式，並從當代生活的經驗中，

探索重新納入這種思維方式的可能性。王雅慧過去曾獲臺北美術獎與國巨科技藝術

獎，亦曾受邀參與紐約 Location one、巴黎西堤國際藝術村及芬蘭赫爾辛基等國際

駐村計畫。作品曾多次參與國際展覽及放映，如：2010年台北雙年展（臺北市立美

術館）、2008年上海雙年展（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2008年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及

2008年龐畢度電影節（龐畢度中心）等。近期則於德國基森新藝術協會、誠品畫廊

及絕對空間舉辦個展，並與臺北市立美術館兒童藝術中心的「時間在哪裡」教育計

畫合作展出作品。

策展人

王韓芳  生於基隆，目前工作、生活於台北

畢業於國立陽明大學，曾任空總文化實驗室（現名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籌備

小組成員、耿畫廊 / TKG+展覽企畫及 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專案等。關注當代

生活的表徵，思索相關的生命經驗變化其來何自，並進行相關方向的假設與研究。

核心興趣在於思索科技、文明及知識發展如何帶來人的重新定義及人與外在關係的

重整，同時也思索技術作為一種社會基礎結構，將如何影響個人的感知經驗、主體

性建構及未來的群體生活與社會想像。近期展覽經驗包含：2019年紐約 Performa19

雙年展 台灣館 curatorial fellow、2019年「即溶生活：未來記憶的想像」策展人

（MoNTUE北師美術館）、2018年「離線瀏覽」第六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助理策展

人（鳳甲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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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畫廊團隊

總　　監　趙　琍

展覽統籌　陳柔吟

展覽執行　張芷銦

行銷宣傳　陳誼惠

平面設計　賴盈成

空間設計　山厂建築工作室

展場技術　也許有限公司

燈光設計　也許有限公司

特別感謝　劉行一 、劉孟宗 、楊凱婷 、馮馨 、林芝宇 、

　　　　　賴瑋婷 、許峰瑞 、劉仁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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